
33

骆
可
可
（
十
一
岁
）

作

■童心世界

·第396期·

■评 论

刘慈欣《十亿分之一的文明》：

未来，早已来到
□刘 伟

阳光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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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中国儿歌大系中国儿歌大系》：》：

全世界所有民族的每一成人，大凡在

其童年期，都爱吟咏儿童诗歌。特别是作

为中国诗歌即汉诗一部分的儿歌，因为字

句浅显、声调和谐、音韵铿锵，读来朗朗上

口，所以更能让孩子读得懂、记得住、背得

下。它是每一孩子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之

一，因而也成为了孩子们的最爱。

然而，目前国内儿歌童谣景况不胜乐

观的现状，引起了儿童文学作家金波的思

考。他觉得，我们应该记住，当代优秀的

儿歌是引导孩子们“学习语言的母乳，是

进入阅读世界的最初导向，是时代传递的

文化瑰宝”。既然儿歌在“世代相传中，发

挥着游戏、审美、认知以及教化”的巨大功

能与作用，为什么不主动去帮孩子们收集

整理那些创作成功、深受孩子欢迎，但却因

篇幅短小易被人们忘却而行将消失的儿歌

作品呢？

为此，金波和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的

许科甲共同策划和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

的，意在普查和整理、抢救当代优秀儿歌遗

产的工作班子，并于2015年1月在辽宁少

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13册一套规模宏大

的《中国儿歌大系》，这是作家与出版界为

推动儿童文学创作所做的一件功德无量的

大事。

在积极进行儿歌“普查”的同时，金波

时刻深感从事此项工作的紧迫性。所谓当

代优秀儿歌主要是指作家们在解放以后创

作的精品，而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已历经

近70年的漫长岁月，时代沧桑变迁导致最

早为孩子们创作儿歌的作者有许多已不在

人世，因此，要完整收集和整理当代优秀儿

歌童谣，既非常必要又困难重重。

《中国儿歌大系》的成就，首先表现在

所收录作品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艺术风格

与表现手法的典范性上。其中所收录儿歌

的内容固然丰富多样，但基本主题可概括

为一句话，即表现童心对于大自然和社会

人生的关注与思考。对此表现得最多的，

是孩子们对于自然现象的感知与观察。举

凡风霜雨雪、江河湖海，动物、植物和微生

物，还有色彩缤纷的各种花卉，在《中国儿

歌大系》中都有浓墨重彩的表现。小读者

们因为好动，所以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动

物。活跃在祖国东西南北中的不同动物，

在此书系中都有趣味横生的描摹：狡猾的

狐狸、欢快的松鼠、坚韧的骆驼、横行的螃

蟹、育儿袋里装着小宝宝的袋鼠、爱把脑袋

藏进沙堆里的鸵鸟……儿歌里到处都曾留

下它们的身影和足迹。

除了写大自然，儿歌也描摹足以引发

小读者们兴味的社会人生。对年少一代而

言，家庭、邻里和校园是他们感受社会人生

最直接的切入点。在这个环境里，孩子们

无不感到团结和睦的重要。可是，优秀的

儿歌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应该是拒绝说教

的。譬如在“西南卷一”中，有一首由80老

翁张继楼创作的体现该主题的儿歌《东家

西家蒸馍馍》。在儿歌中，作者先叙东家成

员的勤劳互助：“猫上灶，狗烧火，鸭子担水

下了河。白鹅帮它抬回来，欢欢喜喜蒸馍

馍。”接着，儿歌再叙西家成员各行其是，凌

乱得如一盘散沙：“鸡又飞，狗又跳，翻了蒸

笼打了瓢。鸭子走来踩两脚，猫儿跑来抓

一爪。吓得馍馍满地滚，肚子饿得咕咕

叫。”如此以拟人描摹进行对比，就把和睦

相处带给全家的快乐表现得活灵活现了。

儿歌用浓缩了情节的童话化描写，把作品

的主题思想传达得格外有趣。作者没有空

洞的说教，完全叙写被拟人化的孩提生活

的实际状况，但题旨却得到了诙谐机趣的

表达。

诚如“东北卷”主编滕毓旭在“后记”中

所说，因为孩子们在诵读中能够“收获着文

明、良知和博爱”，所以，“儿歌作家是影响

幼儿一生的启蒙者，是幼儿美好心灵的缔

造者”。书系中的许多作品，确实让我们产

生了对于儿歌作者的无限敬意。

我国儿歌创作的思想内涵虽然丰富，

但由于孩子们的生活面远比成人的生活面

狭窄得多，所以，儿歌创作的取材时有重

复。而要在取材重复的情况下写出新意，

比成人诗歌的创作更难。但是，被选进《中

国儿歌大系》各卷的作品中，即使题材相同

或相近，立意和表现手法却并不雷同。

比如青海作者左可国有首以水为描写

题材的《水珠儿》，并不重蹈他人覆辙，而是

独辟蹊径地竭力进行个性化的书写。描写

水的儿歌在该书系中不下百首之多，但《水

珠儿》绝不与其他任何一首儿歌重复，可见

它的艺术个性是何等鲜明。“天上雪啊雨，

河边烟啊雾，空中霞啊云，园里霜啊露，都

是水珠珠，玩的小魔术。”儿歌前四句为排

比，但每句都将感叹词“啊”夹在句中，在句

型选择上很能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更奇

特的乃是诗的最末两句，完全归结到只不

过是水珠千变万化，尽玩魔术罢了。于此

显示出作者对于大自然的独特发现和诗艺

的崭新创造，在该书系所收描摹水的全部

作品中，《水珠儿》的表现手法的确是非常

独特的。

针对儿歌作者对于小读者和繁荣我

国儿童文学的贡献，《中国儿歌大系》“华

北卷”主编金本在告诉我们，“应当感谢

作者”。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是价值的

体现”。正由于有了他们，孩提生活里的

趣味和童心的闪光才会被他们所摄取、提

纯并加以诗意化。这样，物质的客观世界

才会被升华为无比美妙的精神世界。《中

国儿歌大系》中的每一优秀之作，正是历

经了从儿童的平凡物质生活到诗意的精

神生活的质变和飞跃，而后才成为传世佳

作的。

在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山乡，在这些

文化较为落后的偏僻之地，为孩子们写儿

歌的人很少。但是，即便在这贫瘠的文化

土壤里，只要有一颗拥抱孩子的爱心存在，

荒僻之地上照样能够长出巨大的儿歌之

树，开出美丽的儿歌之花。

“中南卷”主编刘育贤在其“后记”中，

讲述过一个叫林蓝的由于大脑残疾而丧失

语言表达能力的湖北村姑，因阅读一本儿

歌集，焕发了她通过儿歌创作重新获得话

语权的强烈愿望。于是，从2009年春天开

始直至今日，她共创作和发表了各类儿歌

两千余首，作品分别入选《年度中国儿童文

学》《年度中国幼儿文学精选》以及幼儿园

课本和小学课外读物之中。通过儿歌创

作，林蓝不但弥补了自身能力的不足，而且

她把儿歌创作看作自己与外界通话、互动

的最佳社交方式，如此对待疾病的人生态

度，使她成为了一个现实社会中的真正强

者。在当今，我国儿歌作者队伍中有了如

此强者的参与，何愁孩子们没有好的儿歌

阅读和传唱呢？

在儿歌作者队伍中，最令人敬佩的是

那些永远视儿歌为“心中圣地”的老中青三

代作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儿歌大

系》“台港澳卷”还收录了10位台湾作家的

经典作品，其中有几位80余岁高龄而今仍

然坚持为孩子们编创新儿歌。比如，华霞

菱女士虽已96岁，但当《中国儿歌大系》

“台港澳卷”主编桂文亚女士前往其住地索

取稿件时，依旧健朗的华女士立即拿出家

人为她抄写的新作《辣》来宴飨客人：“小小

子，一岁半，爱吃辣椒和大蒜：左一口，右一

口，呲牙咧嘴还说‘赞’！”读着这首为其曾

孙编写的儿歌，主人公顽皮、天真、烂漫的

个性便尽显其中了。

除台港澳儿歌作家多有坚持笔耕不辍

的老人之外，大陆作家中也不乏这样的高

寿者，比如金波、张继楼、圣野等，同样都是

宝刀不老的童诗方家。此外，还有更多充

满童心的作家带动家人也为孩子们编写儿

歌。这之中，除成都的蓝星、徐华夫妇外，

重庆的黄继先还把他的两个“80后”女儿、

云南的罗新元也把他在读大学的女儿带进

了儿歌创作的队伍，显示了我国儿童文学

创作后继有人的可喜现象。正因为如此，

我国儿歌作者队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阶

梯结构”。

《中国儿歌大系》是对于那些散落在我

国广大土地各个角落的众多儿歌的一次极

为可贵的普查和抢救。每个参与普查和抢

救的人，都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和劳累。感

谢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们为一代代的中国

孩子，也为未来的万千有理想、有血性的中

国人，开启了一片浩瀚而永远充满智慧的

童年星光。

多年来并不受西方世界看好的中国科幻小说，

在2015年备受瞩目。这份荣耀最直接地来源于科

幻小说作家刘慈欣，他凭借着长篇小说《三体》成功

问鼎世界科幻文坛最高奖“雨果奖”，刘慈欣也是全

亚洲首位获得该殊荣的作家。

最近，刘慈欣又联手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李淼为

广大少年儿童创作了一部“少年科幻科学小说系

列”专著。其中包括《十亿分之一的文明》《第三次

拯救未来世界》《爱因斯坦赤道》《动物园里的救世

主》《孤独的进化者》等5部作品。

刘慈欣在写这部“少年科幻”之前，他首先考虑

到了自己作品的读者群将是一批青少年，于是，他

从孩子们的阅读心理与习惯着手，将自己以前写作

完成的作品一一筛选和修订，最终组成了这部科幻

专著，其中的多篇小说曾荣获中国科幻中的“银河

奖”。这部作品集故事趣味性与科学权威性于一

身，孩子们不仅可以从中读到许多精彩生动的故

事，并且还可以学到很多科学知识，大大拓展了他

们的视野与眼界。

《十亿分之一的文明》由三章节组成，分别是

《人和吞食者》《诗云》与《微纪元》，每一章节都独立

讲述一个故事，异彩纷呈，精彩生动。《人和吞食者》

讲述了来自宇宙的神秘晶体，带来了“吞食星”将要

吞食地球的可怕消息，处于技术劣势的人类只能启

动最疯狂的作战计划。《诗云》中，几首人类的古典

诗歌，让“神族”遭遇了最大的挫折，为了突破“作

诗”这一技术难题，神族竟要毁灭整个太阳系。《微

纪元》里，地球资源即将耗尽，“方舟号”飞向宇宙寻

找适居星球，然而，重返地球时，却发现人类已被

“细菌人”取代。

读完这本书，我发现刘慈欣的作品有着与其他

科幻作家不同的地方，他的作品能够用上最新的物

理学知识，并且发挥他超越这些知识的想象力。而

另外一些作家，虽然也把自己的作品定义为科幻小

说，但读下来的感觉更像一部玄幻小说或者网络小

说。更重要的是，刘慈欣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非常

深刻的人文情怀。

以第一章节《人和吞食者》为例，面对着强大

的外星生物“吞食帝国”的入侵威胁，各方面处于

劣势的地球人经过了殊死搏斗，但地球仍难逃被

吞食的命运。然而侥幸的是，地球千疮百孔地幸

存了下来。而“吞食帝国”的使者大牙此时也终于

醒悟，认识到他们外星生物对于地球所带来的毁

灭性破坏，临走时表示愿意将最后一片绿土还给

用生命誓死捍卫家园的地球勇士们，同时，战士们

则为延续可能会重生的地球家园，甘愿成为绿土

中蚂蚁的食物。

在《人和吞食者》的结局中，包含了作者对于自

然、对于人生的深刻感悟，从中透露出深刻的人文

情怀，比如“大牙”最终醒悟，忏悔同类的罪行；地球

勇士们为让地球重生甘愿牺牲等等。

刘慈欣的作品不仅给予了我们成人看世界的

眼睛，让我们学会了用温暖善良的方式对待周围

人，对待我们的家园；同时也给孩子们打开了想象

的翅膀，让他们学会认识周围的世界，在不断地学

习成长中探索科学的奥秘。

浩瀚而充满智慧的童年星光浩瀚而充满智慧的童年星光
□□彭斯远彭斯远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曹文轩的作品总是在
各民族大小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且不说近年
间大家熟悉的《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以及
《青铜葵花》《丁丁当当》系列等长篇作品，他的
诸多描述中国广大乡野儿童生存、生命状态的
短篇小说，如《古堡》《田螺》《阿雏》《再见了，我
的小星星》《第十一根红布条》等，早在上世纪后
期就已经在南北边陲各民族聚居的地方流传开
来。这也是因为，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虽然不慢，
但几十年间，中国各民族儿童中的大多数仍是
居住在乡村牧区、边地江畔。曹文轩作品中所
描述的乡村儿童在生活中所遭遇的深重苦难、
在灵魂里所蕴蓄的笃朴善良、在心地里所生发
的赤忱大爱，都重重地拨动了他们稚嫩的心弦，
天然而自然地引起他们内心的共振、共鸣。显
然，对于广大儿童来说，曹文轩的作品不是一时
的热闹好看、玄幻好奇，而是永远的息息相通、
心心相连，是恒久的感染和感悟。

曹文轩的作品包含了乡村与江河、自然与
社会、苦笑与喜泪、希望与梦想，又涉及了乡村
底层不同儿童的世俗生活与精神撞击，呈现了
一个个独特的乡村儿童的苦难遭际，表现着不
同年代的世间百态，儿童的希冀和对抗现实处
境的生活方式与鲜活的故事情节相得益彰。在
急速的时代进步中，他的作品展示着当代乡村
少年人生的无限可能性和现实的忧伤，揭示着
不同乡村少年内心的无比丰富性和未来的憧
憬。算得上包罗万象、真实真切，常令人感叹不
已。

值得注意的是，曹文轩在提炼题材时有一
种新的选择角度、一种新的探索意向。他以刻
画乡村儿童形象为切入点，反映当代中国乡村
的生活真实、思想真实，使我们看到五四乡土文
学的一脉相承和艺术深化。

我们常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孩子爱读，成人也爱读。曹文轩的
《再见了，我的小星星》讲述的是一个从苏州来乡下插队的17岁女中
学生晓雅与房东家13岁的乡间小男生星星之间的故事。爱画画的晓
雅影响着、改变着整天捏泥巴的星星，有力气的星星扶助着、保护着
不会做农活的晓雅，乡村乡人的真、童心童情的善、人性人品的美，一
下子打动了所有的乡下人与城里人。这样的作品就像一颗美丽的种
子，跨出地域、跨过时代、跨越民族，播撒在所有小孩和大人的心灵
里，这就是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具
有这样的现实主义精神，就必定是扎根在儿童生活其中的人民生活
土壤里。

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
命感，而且一开始就注重儿童文学的美学价值。他的作品中写了一个
又一个乡村儿童，但绝无重复，也无同样；即使是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
时期的背景下，也没有一点点叠合的痕迹。这固然是由于曹文轩有丰
厚的生活积累，更是由于他善于发现、善于思索、善于想象。短篇小说
《古堡》中，老人们说，山巅有一座古代战争时留下的古堡，只是至今谁
也没有见过。山儿和森仔7岁时瞒着大人去爬山，只爬了1/3就回来
了。14岁时，两人又往山巅攀登，坚决要成为第一个见到古堡的人。
攀登的过程艰难、艰险，两个孩子由开始时的兴奋逐渐变为饥渴、怨
恨。两个孩子搂抱着、哭着，在互相鼓励中睡去，又在黎明时一口气登
上了山巅。可是，山巅并没有古堡，只有一堆乱石。两个孩子没有成为
第一个见到古堡的人，却是第一个知道山顶上没有古堡的人。作品结
尾写着：“说，失败了，还是胜利了？”令人唏嘘，激动，沉思。整篇小说平
中有险、险中见情，构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作品的艺术方式与众
不同，自然就有了思想的革新、艺术的创新；就有了儿童文学创作中的
中国精神、中国特色。

曹文轩虽重在写乡村儿童、乡村生活，语言却优美而优雅。无论是
描绘苏北风景还是刻画小说人物，都既是地地道道的、简洁诚挚的陈
述，铿锵明快地将诗意和童心融为一体。曹文轩作品的语言率真而不
乏含蓄，清新而极为恬美。这种真情与深情共存、质感与美感兼具的儿
童文学语言，呈现着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地域色彩和人文氛围，散
发着中国大地上特有的儿童生活气息，传播着中国大地上成长的儿童
独具的奋发上进、善良友爱的中国精神。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儿童文学更是。曹文轩隽永、清丽、美雅、精
湛的语言，既是思想的，也是艺术的；既是中国本土的，也是世界各
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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